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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工作  
      截止本年度基地所承担的重大招标项目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其中由于润洋主持的
“音乐百科全书”项目，目前已完成初稿，正进入进一步完善与修补过程，预计于

2007年上半年可以结项，其它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音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 张前）  
      该课题的各个子项目均已完成，目前正处于后期全面整理形成报告的阶段。  
其中蒋存梅担任的子课题：《音乐句法划分能力实验研究》已经完成，经过对国际前
沿研究的梳理，该研究将原“音乐才能测量研究”的中心，转换为以分句能力为核心
的音乐结构认知能力的考察。郭娜的子课题《音乐审美偏好与人格特征及道德的相关
研究》已经完成，该研究以实证的方法考察了音乐审美偏好与个性特征及道德水平之
间的关系。严洁敏的《音乐表现基本原理在器乐表演教学中的应用》、余原的《背景
音乐与工作效率、注意的关系研究听知觉审美感受力发展》研究了音乐应用中的重要
问题，从实证研究的结论出发，对不同工作情境下的音乐应用提出了建议。《怯场心

理研究》已经完成了数据统计，工作报告即将完成，拟在本年度9月之前结项。  

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器乐创作研究课题进展情况  
（项目负责人 高为杰）  
      本课题成果以著作方式呈现，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重要作品导读，分管弦乐、室
内乐、电子音乐和民乐；另一部分是理论研究，分历史梳理与发展建议、争鸣输理与
研究以及作曲家思想梳理与研究。目前两部分都已初步成型。个别内容尚在补充之过
程，例如由于个别作曲家个人原因访谈时间推迟；有些条目涉及内容有新信息，需要
补充；个别作品原稿受版权单位限制获取途径曲折等等。  
根据教育部“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关于提高科研成果质量的精神与要求，目前课题
组成员正抓紧进行补缺补漏、精细编写、修改完善工作，力争近期内结项。  

3.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项目负责人 田联韬）  
      该项目目前已集中了东北诸民族的萨满音乐、纳西族东巴信仰音乐、贵州诸少数
民族的原始宗教音乐等稿件。目前北京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撰写其余稿
件。  

4.音乐审美接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 周海宏）  
      该项目在本年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关于音乐审美接受的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发现人的审美接受能力的差异不在于基本听觉能力的差异，而是

音乐听知觉能力的差异--即对音乐音响结构的感知能力，具体表现为“结构联系
感”、“听敏感范围”、“注意保持与选择”三方面的能力差异，并形成文章─《有关
“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第一次从音乐审美接受心理的角
度分析了两种音乐类型审美价值差异的根本原因。本年度，还完成了《走进音乐的世

界》--音乐普及录像带的录制工作，目前正在做后期合成及相应的文本写作及配套音
乐光盘的选择工作。各子涉及音响库的各子项目已经基本完成。待整个项目合成时将
汇总成一个涉及音乐各个门类与文化的音响库。  

5.20世纪港澳台地区音乐创作研究（项目负责人 汪毓和）  
      该课题是2005年12月正式批准的，实际的工作是从2006年1月开始，  



 

     

我们的年度计划是：一、具体落实参与课题的工作班子的“搭架子”；二、对课题所
需要的资料进行初步摸底；三、研究和制定课题的“写作提纲”初稿。  
      对课题组的“搭架子”，通过个人电话、书信联系和分别在香港两次小组、 广州
一次小组讨论，均遇到一些事前没有料到的困难。特别是有关台湾部 分的成员的落
实，由于那里的政治情况，发生了一时难以克服的人员变动。 原计划在台湾地区的课
题成员、除副组长外另两位均无法落实。现在我们 对台湾地区的工作只能从大陆方面
给予补充。具体是增加了中央音乐学院 两位在读博士生张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讲
师，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 赵春婷（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在读博士生），加上

原计划的成员蒲方（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一共3人。香港部分的
写作力量是原计划成员 李诗原（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及高洪波（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和在读博士生，原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有关台
湾部分小组的写作由戴嘉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分管指导，有关香港部分小组的写作由汪毓和（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分管指导。另外，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建立了两个本地的研究小组，香港地区 
的小组成员为：杨海伦（浸会大学副教授、博士），余少华（中文大学副教授、 博
士），陈庆恩（香港大学音乐系主任、博士），他们的具体工作由课题组副组长 陈永
华教授（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席、博士）分管。原课题组副组长张己任教授仍不变，但
有关台湾地区的小组成员，原定的已有变化，尚在筹组中。有关课题组的资料工作，
现已将大陆有关图书馆藏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出版的书谱、音响进行了初步的摸底、并
编制了目录索引，有关台湾地区的音乐家主要音乐创作的目录索引，台湾小组也做了
初步的摸底，寄来了部分目录索引；关于课题主要成果的初步写作提纲已拟出，并在
北京进行了全组的讨论，还分别寄交香港、台湾有关课题组成员审阅，他们的意见还
未得到反馈。对台湾、香港两地区小组的工作，正处于他们分别向当地行政部门报批

过程中，估计要到2007年秋才能得到报批的结果。在他们的经费尚未得到落实以前，
由他们作为个人的科研，先作些专题的研究，完成后先作列为整个课题的中间成果。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打算在2007年3月初，先分别召开上述大陆参与课题成果工
作的小组，分别细致确定本年度的工作计划，以“边调查、边写作”的方式，力争在
今年年底写出各自负责的关键性章节初稿，提交各有关地区的课题组成员及地区工作

小组成员讨论，征求具体修改的意见。另外在2007年派出有关课题组成员赴香港地区
进行资料的收集、采购，和专题的采访。其经费将进一步进行筹措。 
             
6.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研究（项目负责人 余志刚）  
      该项目在本年度主要集中于资料收集工作，2006年5月初，余志刚在访问法国期
间在巴黎中世纪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本课题搜集了一批资料，包括书籍和唱

片。2006年10月，余志刚赴香港讲学期间，为本课题继续搜集了一批资料，并已分

发给各位课题组成员。2006年7月25日，课题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就规章制度和资
金使用建议进行了讨论，对分课题的选择做了一些调整，并布置资料调研工作。姚亚

平提议把他未完成的两篇有关中世纪复调的论文纳入此项课题。2006年12月5日，课
题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各位成员就资料调研做了汇报，对分课题做了进一步调整，如
周耀群把兴趣集中于文艺复兴时期作曲方式的演变，郭金玲准备做英国文艺复兴作曲
家威廉伯德的键盘乐曲研究，姚亚平提出想把他的几篇有关复调的论文结集出版。最

后，大家同意在2007年5月第一次中期检查时完成各自的第一篇论文。  

二、博士后工作  
  2005年度博士后觉嘎已开始准备出站工作，已开始着手准备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科

研工作，预计6初截稿。2006年度博士后章华英已于2006年11月完成了开题报告，
经专家审议与她个人的认真修正，开题报告已通过，目前该博士后已开始博士后项目
的的资料调研等科研工作。   

三、网站工作  
      这个季度基地的网站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主要工作是充实网站的各个栏
目，积极从全国各音乐院校、师范院校音乐学院，以及音乐科研机构的网站中搜索音
乐研究新闻。同时，继续充实“音乐专家档案库”和“好站推荐”栏目，前者已经完

成了设计总量的约80%。具体工作如下：其中发布本所成果简报7篇，发布专家及科

研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77篇，发布全国各地的学术会议召开、科研课题立项等学术新闻

31篇，发布主要学术期刊目录3篇发布各音乐院校毕业论文目录总汇3篇，发布中央音

乐学院博士后招收、博士后个人简介等相关信息6篇，搜索并发布各类音乐优秀站点链

接41个，使浏览者能够有的放矢地找到国内外最新音乐资讯等。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  
                         2007年1月16日  



     


